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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杭州市临平区积极推动

组织工作助跑共富先行，坚持党建统领

整体智治，推进“共富工坊”建设，在创

新谋变中缩小区域差距，扎实推动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在临平，共同奋斗、

共创美好生活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

每天早上 8 点，杭州市临平区崇贤

街道龙旋村的村民姚彩仙出门步行百

米，从闲赋老人变身“嫁接能手”。

“我在家也停不下来，在‘小苗儿’

共富工坊和老姐妹说说话，赚些钱补贴

家用，感觉特别好！”别看姚奶奶年纪

大，手上的嫁接功夫一点也不含糊，说

话间完成了数件幼苗嫁接。

“小苗儿”共富工坊位于崇贤街道

龙旋村，占地面积 310 亩，主营业务为

种苗培育、基质加工以及农业技术服

务。近年来，杭州康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与龙旋村党委开展村企协作，采取

“定向招工、定期培训、定岗使用”的模

式，建立“小苗儿”共富工坊，持续招录

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展技术培训、盘活

村内闲置资源，不断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目前50多位附近的村民在这里找

到了工作，熟练的嫁接工每月能创收

7000 元左右，普通的工人也能创收

4000元左右。”“小苗儿”共富工坊创办

人、康成农业联合创始人江建珍说。

在“小苗儿”共富工坊的数字化育

苗工厂大棚，各条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

开展工作。每逢生产旺季，工坊动态化

调整用工规模，依托前期村企联建精准

排摸剩余劳动力就业需求所建立的育

苗劳动力资源库，探索“专职+兼职”双

重用工模式，通过“以专带兼”的形式，

实现灵活用工与个性化就业需求的精

准匹配。“我们建立了‘老带新’帮带机

制，让老员工示范带教新员工，帮助新

进人员尽快掌握嫁接技能。”工坊负责

人说。此外，“小苗儿”共富工坊还每月

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技术培训和指导，提

供全程跟踪式服务，不断提升技能素

养，与村民建立了稳固的用工关系。自

2015 年工坊成立以来，已累计开展农

业技术培训 100 余次，惠及村民 6000

余人次。为了提高效率，“小苗儿”共富

工坊把生产线细分为瓜果嫁接、蔬菜移

苗、基质加工等 5—6 项专属工种，制定

了标准化操作流程。目前康成农业年

产果蔬种苗1500万株，产值超1200万

元。

一株株幼苗将村民的殷切期盼与

企业沉甸甸的责任相串联，成了大家奔
向甜蜜生活的“加速器”。依托村企联
建盘活闲置资源，激发本土剩余劳动力
活力，有效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力不足难
题，企业效益不断提升。村企协同发力
为村民致富出点子、想法子，仅土地出
租每年就可带来 40 余万元租金收入。
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小苗儿”共富

工坊通过捐款捐物等形式反哺村民，为
龙旋村党委提供蔬果等物资，实现了良
性互动。

“看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感到非常开心。”
江建珍笑着说，“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
才是富！我们‘小苗儿’共富工坊还在
扩招人员，为销售旺季做准备。”

杭州市临平区

一株小苗儿的双向奔“富”
秦正长 俞丽雯

村民姚彩仙在“小苗儿”共富工坊进行
嫁接作业

（图片由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提供）

吴 婧 曹魏玉

近日，嘉兴桐乡市民吴友佳收到
了最新一季的残疾人社保补助。“原
先需要跑多个部门递交申请材料，现
在不用跑，在家就可以定期收到补助
金，太方便了。”吴友佳表示。

吴友佳患有肢体残疾，在桐乡市
区经营着一家电脑店。自 2021 年，
桐乡市税务局开通“助残服务直通
车”项目，残疾人社保参保补助金的
发放实现了“零申请、零跑腿”。

“助残服务直通车”充分利用桐
乡市政务数据办较为成熟的信息网
络和数据集成的技术优势，整合了
桐乡市人社局、医保局、残联等相关
部门的数据资源，有效实现跨系统、
跨部门、跨业务数据共享。“让数据
多‘跑腿’，不仅申请材料大幅精简，
而且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实现应补
人员一个不漏、补助信息完整可靠、
补助金额正确无误。”桐乡市税务局
副局长杨伟东说，之前，残疾人本年
缴纳社保，要到次年才能申请残疾
人社保参保补助金，“助残服务直通
车”开通后，本月缴纳社保，无需申
请，下季度残疾人社保参保补助金
就会自动发放到参保人卡上。自
2021 年以来，累计有 8000 余人次

免申请直接享受补助金额 800 余万
元。

税收服务“添”新招，便民利企
“减”负担。桐乡市“老字号”企业三
珍斋，发展至今已有 170 多年的历
史。企业历久弥新的背后，有税务部
门护航的身影。

2018 年当地一家企业倒闭，导
致近 60 名残疾职工面临下岗，三珍
斋主动提出将这批工人全数招进，保
障了他们的生活。桐乡市税务局人
员了解情况后，及时上门讲解残疾人
保障金和福利企业退税政策，并每月
及时为其办理退税，鼓励企业积极承
担更多社会责任。这几年，三珍斋建
立了残疾人之家和残疾人活动室、阅
览室，特意采购了几辆中巴车用作接
送残疾职工上下班的专用车，在厂区
和车间安装无障碍设施，确保残疾职
工的人身安全，用爱持续回馈社会。
截至 2021 年底，三珍斋共有残疾职
工193人。

此外，为助力桐乡市对口支援
县——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
潘县，桐乡市多家企业伸出援手。
桐乡市税务局也组织干部多次主动
参与，并编印《税收宣传手册——公
益性捐赠优惠政策》，就捐赠等工作
做好税收优惠政策宣传。

桐乡税务：
贴心服务打造便民绿色通道

桐乡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宣传“助残服务直通车”便民服务平台 沈梦涟 摄

在温州有这么一个地方，它被誉为
“世界矾都”，这就是苍南县的矾山镇。
矾山明矾采炼已有700多年历史，开采
历史之长全国少有，是浙江工业发源地
之 一 。 矾 矿 的 明 矾 储 量 占 世 界 的
60%、中国的 80%，其储量、品位、产
量、质量均为世界之最，是世界明矾主
产地，所以被誉为“世界矾都”。

目前，矾矿仍保留着明矾始祖宫、
登山石步道、古矾窑、矿工石头屋、矿主

老宅院、工人大礼堂、苏式办公楼等一
大批人文历史景观，经初步勘察共有五
大类、100 多处矿业遗址。矾矿至今仍
保留沿用了半机械、半体力的采炼技
术，其炼矾遗址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中唯一的采矿类工业遗产。2014 年，
福德湾传统矿山村落被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家文物局列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2016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堪称“世
界矾矿文化遗产样本区”。2017 年，矾
矿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国家矿山公园资
格；2018 年被列入工信部颁布的第一
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录，成为全国中小学
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矾矿工业遗产是我国目前能有效
并全面、系统反映中国矾矿生产和文化
信息的历史遗存，无论是在中国矾文明
史上，还是在世界矾文明史上都独具特
色，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在长期的
矿产开采中矾矿积累了大量的开采技

艺，冶炼工艺在几百年中不断推陈出
新，成为矿山采炼工业“活化石”。由采
矿派生出来的矿山井巷工程，从最初的
手握方锤、钢钎开山凿井，到如今坐拥
现代设备，开拓国内外市场，赢得了“中
国矿山井巷业之乡”的美誉。一代又一
代矾山人，为“世界矾都”树立了一座又
一座丰碑。

在山区 26 县的转型中，矾矿作为
浙江采矿文化的重要代表，在探索共同
富裕的道路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矾
矿通过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再利
用，提升文化内涵，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如今借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
和利用，矾矿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再复
兴，推出了“文化+实践+健身+旅游”文
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作为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文化遗
产有着突出的文化价值，还蕴含巨大的
经济价值。矾矿在转型过程中有效把
握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不断

强化“矿山文化软实力”，打造出“井下
探秘”“研学旅游”“矾石文化”“福德湾
传统村落”“矾山肉燕”等带有矾矿特色
的文化品牌。

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矾山镇通过
环境治理使得矾矿地区逐渐恢复了生
态面貌，居民的环境生活质量得到了质
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促进了国
家矿山公园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矾矿
验证了“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理念，
并与矾矿工业遗产旅游形成有效的呼
应。

在矾矿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苍南县
曾邀请国际工业遗产协会前主席马丁
和英国铁桥峡谷专家麦克参观考察矾
矿。矾矿在不断进行自我发展的过程
中，其作为社科赋能山区 26 县高质量
发展行动的研究成果，将为推进山区
26县生态工业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作者系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正东）

苍南矾山镇

打造山区26县工业遗产文旅融合发展特色示范区

温州矾矿标志性工业遗产——煅烧炉
李正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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